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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近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

学笔会在厦门市及泉州市成功

举办。80多名来自两岸的作家

和评论家受邀一起交流探讨，共

同谱写两岸文学融合发展的光

明前景。笔会中，9位来自两岸

的作家、学者围绕“文学的两岸

融合与发展”研讨主题做了大会

重点发言。

中华古典诗歌
构建两岸心灵交融桥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程郁缀，以《中华古典诗

词：两岸心灵交融的水晶桥梁》为

题发言。

在程郁缀看来，文学是两岸

融合发展的一座金色桥梁，而中

华古典诗歌则是两岸心灵交融

的一座水晶桥梁。那么，如何构

建这样一座桥梁？程郁缀认为，

首先，两岸可以以高等学校为抓

手，策划定期开展中华古典诗歌

高层论坛。每次可以围绕一个

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并有计划地

出版一套丛书，将研究成果向社

会推广。

其次，两岸的有关部门和媒

体可以携手合作，利用春节、清明

节、中秋节等节日，举办中华古典

诗歌演唱会、吟诵会，诗歌名篇名

句比赛会等活动，推动中华古典

诗歌普及和传播。

“同时，两岸有关出版机构联

手策划、组织编写、统一出版一组

中华古典诗歌普及读物，对广大

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进行中

华古典诗歌教育，将中华古典诗

歌的良种种入孩子们的头脑里，

成为他们终身受用的优秀民族文

化基因。”程郁缀建议，组织多方

面的专门人才，研发和创作带有

中华古典诗歌元素的文创产品，

面向青少年及成年人推广。

台湾饮食文学
牵起两岸共同味觉记忆

台湾作家、亚洲饮食文化研

究所所长朱振藩自称是“老饕”，

热衷研究天南地北各色美食。本

次笔会中，他以《台湾的饮食与文

学》为题发言，讲述了台湾各个时

期的饮食特色及影响，并阐述了

两岸饮食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

为，在丰富多元的台湾饮食文化

背后，仍保留着中华饮食文化脉

络，维系着两岸共同的文化脉络。

“截至目前，我已经创作出版

了50本著作，其中14部已在大

陆公开发行简体字版。”朱振藩

说，以后有机会他也会把此次在

厦门、泉州一带采风的过程写进

去，进一步推介闽南文化。

台湾作家、香港珠海学院副

教授杨明在题为《台湾饮食文学

的两岸情味融合》的发言中谈到

了对饮食文学的见解。“讲好中国

故事，吃是一个最吸引人的话

题。”杨明说，随着两岸交流日益

频繁，台湾饮食文学也对大陆的

饮食类出版物及网络电视产生了

影响。例如，《舌尖上的中国》曾

邀请台湾饮食文学作家焦桐担任

顾问。“可以说，饮食文学不仅演

绎了两岸美食同出一源的精彩蓬

勃，更是文学相互融合发展的绝

佳场域。”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博导朱双一也在发言中提到了台

湾饮食文化。“台湾的饮食是汇聚

全中国各地域文化的典型例子。”

朱双一说，除了大陆美食，台湾也

会吸收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美

欧等地的美食因素。再加上创造

力很强的台湾人往往将各地美食

加以融会，进行新的创造，因此成

就了多元地域文化汇聚的“美食

宝岛”。

对此，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系副主任、教授徐勇表示，参与

本次笔会的不少作家都不约而同

地发表了关于饮食文学的见解。

“可见中华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台

湾美食在传播中华文化上更是功

不可没。”

两岸散文创作
掀起“跨文体”写作热潮

对于新时代两岸文学的变化

与发展，也有嘉宾提出自己的观

点。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福

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会副会长袁勇麟在题为《两岸散

文跨文体写作的问题化进程》的

发言中说，当前，两岸散文分别向

诗和小说方向发展，并展开了关

于“跨文体”写作的热潮。

袁勇麟说，在大陆“跨文体”

写作受期刊杂志推动发展之时，

集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特征于

一体的“极短篇”也在《联合报》副

刊的推动下快速发展。进入21

世纪，相关的“跨文体”写作还在

继续，如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

的“非虚构”栏目，又引发了一次

写作热潮，引起各方热议。

“任何文类标准都不是绝对

科学的，不同文类标准之下，都会

存在相应的难以归类的作品。”袁

勇麟表示，学界应当从作品本身

出发，重新体认散文文类文体特

征，尝试理解这类“跨文体”创作

出现的原因，发掘不同时代文学

的独特性。

两岸作家携手
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台湾作家、《金门文艺》发行

人李台山以《金门近代文学发展

与两岸融合之时代需要》为题发

言，讲述了金门、台湾文学百年来

的变迁趋势，并指出，两岸文学发

展脉络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也有

各自的特点。“如今是自媒体时

代，两岸的文学载体也更丰富多

元，如何通过互联网渠道进一步

加深两岸文学交流合作，值得我

们持续探讨。”

在台湾作家、海外华文女作

家协会理事洪玉芬看来，当前华

文文学正在世界各地兴起，每年

都有越来越多国外青年学生学习

华文，通过华文来写作。她建议，

两岸文学界应携手，共同通过华

文文学写作，与全世界进行交流。

香港作家、记者，香港作家联

会理事郭艳媚表示，两岸文学要

繁荣发展，必须在交融方面做出

更多努力。“文学就是讲述有温度

的、带有生命的故事，我们要一起

讲好中国故事。”

《两岸关系》杂志社原社长、

记者，台盟北京市委副主委汪舟

认为，两岸作家文心相通，文学精

神一致。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闽台两地

迎来开展交流、融合发展的好机

遇。在此背景下，两岸作家更应

携手创作反映两岸融合发展的好

作品。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第40届佛罗伦萨文学与艺

术奖颁奖典礼在意大利佛罗伦

萨市政厅举行，厦门“90后”青

年 艺 术 家 吴 谦 的 作 品《蓝

2022-37 征途》荣获绘画类金

奖。据悉，吴谦也是过去40年

来首位荣获佛罗伦萨文学与艺

术奖——绘画类金奖的华人艺

术家。

《蓝 2022-37 征途》是吴

谦“蓝系列”的代表作品。吴

谦由简入繁，尝试胶带在创作

过程中不同的使用方法，挑战

绘画技巧，强化个人语言，使

得“蓝系列”作品出现了更加

丰富多样的面貌。纯蓝白线条

与块面的增加，使得原本的画

面结构变得更加立体，也提升

了画面中的层次关系与冲突

感。该作品是吴谦多年探索锤

炼个人抽象绘画艺术语言的集

中体现，实现了行动绘画感性

刮擦与几何抽象理性分割的完

美融合。

据悉，吴谦生于厦门，毕业

于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学

院，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

研究所硕士学位。他曾在纽

约、伦敦、威尼斯和米兰等地举

办个展。曾获第17届意大利

拉古纳国际艺术奖—新锐艺术

家奖，入选2022福布斯中国·

全球华人精英Top100、第 13

届“全美十大华人杰出青年”榜

单等。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成功举办，两岸作家学者展开精彩研讨

携手谱写两岸融合发展好作品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成功举办，嘉宾们发表各自观点。

吴谦绘画作品《蓝2022-37 征途》。

第40届佛罗伦萨文学与艺术奖颁奖典礼举行

厦门艺术家作品获绘画类金奖


